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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与院士们一起“泡”实验室搞科研
第三届杨浦区高中生“双进入”探究活动启动

青年设计师为美化杨浦出力

首批上海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专员培训在杨浦举行

商家操作失误致“欢唱”不欢

本区部署2013年未保工作

“药具摇一摇”APP发布

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
■记者 刘雪峰

本报讯 5月3日，杨浦区教育系
统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全国劳动模
范于漪老师为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导
师们颁发聘书。记者了解到，区教育
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将开展劳模领

衔、团组合作、共同发展的带教策略，
通过劳模的示范、辐射和引领，带动
青年教师更好地成长、提升。

“希望劳模们能够继续当好时代
精神的引领者、科学发展的推进者和
工作创新的实践者。”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说。

■记者 应沈漪

本报讯“过程本身就是收获。”日
前，在上海院士风采馆内，来自控江
中学的黄伟佶在第二届杨浦区高中
生“双进入”探究活动交流展示暨第
三届活动启动仪式上这样分享自己
的体会。

“双进入”是进入院士团队和高校
开展创新课题探究的简称，经过遴选
的杨浦优秀高中学子有机会享受这个
特殊的“待遇”——利用暑假及课余时
间进入院士团队，与教授、博士、硕士
一起“泡”实验室搞科研，进行体验式
探索。第二届“双进入”探究活动于去

年3月正式启动，得到了陶瑞宝、陆汝
钤、汪品先和庄松林四个院士团队的
大力支持。

成果集将近300页
当天，包括黄伟佶在内的34名优

秀高中生获颁学员“经历证书”，为他
们历时半年的阶段性科学探究之旅画
上圆满的句号。除此以外，每个人还
拿到了一本厚厚的、将近 300 页的成
果汇编材料：《无线状态下的手机充电
方案设计》、《海洋沉淀物中微生物的
分离纯化》、《食物色彩对于食物奖赏
价值与饱腹感的影响》、《利用机械共
振来对建筑进行爆破》……这些高中

生的探究课题和成果颇具专业性，令
人称道。

由上海院士风采馆和上海市青少
年科学研究院沪东分院联合搭建的

“双进入”平台，为杨浦的优秀高中生
开辟了一条零距离向专家学习的绿色
通道。

四位院士亲自部署团队带教计
划，很多学员的感觉是，以往的学习是
以被动式、课堂式、习题式为主，而进
了高校的实验室，知识常常不够用，需
要的则是更高层次的自主探究能力，
在一次次失败中找寻到新的方向。而
学员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不仅是
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分析数据这些基

本的科研技能，更深刻体会了科学家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追究卓越的创
新精神。

又一院士团队“加盟”
当天，第三届杨浦区高中生“双进

入”探究活动正式启动。记者获悉，上
海院士风采馆已成功邀请到中国科学
院褚君浩院士团队参与第三届活动的
带教，院士团队拓展为5个。院士“加
盟”团队的壮大不仅拓展了探究课题
涵盖的科学面，也丰富了优秀高中生
的带教内容。5 月初，对科研有兴趣
的优秀高中生，就将接受新一届专家
团队的现场面试，最终“入围”的学生

将按兴趣与基地的科研方向进行“匹
配”，分组进行探究学习。

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庄
松林发来贺信称：“优秀高中生进入院
士团队和高校专家团队开展课题探究
活动是一个培养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很
好举措，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新人
格，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培养其创新
思维，是一项很好的品牌科技活动。”

而这项“品牌活动”正逐渐成为院
士及其团队的智力资源直接服务杨浦
基础教育创新试验区的典范，不仅畅
通了以院士为代表的高层次科研团队
和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的对接通道，
也是对培养新模式的一种有效探索。

■记者 毛信慧 文/摄

本报讯 作为上海重要的设计
“桥头堡”，第二届环同济青年设计师
展5月4日在上海设计中心柔性设计
馆开幕，主题为“杨浦美化运动”。

本届环同济青年设计师展将号
召区域内 2 万多名设计师用自己的
热情和设计来塑造区域文化：基于对
杨浦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亲身体验，提
出改善公共环境的设计方案。主办
方将调动全区力量把创意变成现实，
证明设计能让生活更美好，同时亦展
现出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

青年设计师也将充分发挥创意，
建立完整的设计策略，给市民带来便
利、有秩序、有质量、充满美感的生

活。“杨浦美化运动将让设计进入大
众话题，变成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
使大家从关注美到关注我们的生态
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次展览的策展
人张霁婷表示。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2.6平方公里
的面积，集聚了两千余家以设计研发
为主的知识创新型企业，形成了一个
典型的原生产业生态群落，并将逐渐
发展成为上海“设计之都”的核心
区。位于核心区的柔性设计馆（展
厅）也在当天同时揭幕。

2009年，同济大学科技园、上海
优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柔
性设计馆，为区域内呈社交网络状的
设计个体或公司提供便利的工作室
环境和人力资源，受到设计师的一致

好评。柔性设计馆通过申请杨浦国
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专项资金，承
担了设计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任
务。作为上海设计中心的载体，它将
著名设计院校——同济大学的学术
资源和国际视野，与区域社交圈的信
息流和创业文化整合成一站式服务
的平台，帮助设计企业和设计师成
长，向设计消费群体推荐优秀的设计
解决方案，对公众进行体验式设计科
普教育。

大学路街角小品装饰、“绿色土
木”创新热点 LOGO 设计……开幕
当天还发布了一批新的设计命题，命
题方有政府部门、高校、知名设计企
业，涵盖公共设施、校园规划、青年公
寓设计等多个领域。

■实习生 郑潇萌 通讯员 徐志安

本报讯 日前，区工商分局接到
消费者投诉，反映其通过手机微信平
台参加了辖区内一家 KTV 开展的

“免费欢唱1小时”活动，但是到店后
商家却拒绝提供该服务且态度恶劣，
故消费者向工商部门求助。

接到举报后，区工商部门工作人
员立即通过微信平台了解详情，并对
涉事商家开展实地检查。经了解，商
家的确通过微信平台发起了“免费欢

唱1小时”的活动，但由于当时KTV
工作人员对活动流程不熟练，进行微
信平台验证时操作失误，并没有将该
消费者的参与信息验证成功，才致使
其未获得活动参与权。而该名工作
人员不但并未对此事表示歉意，态度
还极其恶劣，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
区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上门与商家沟
通后，商家已严肃处理了涉事员工，
并向消费者道歉，并承诺在兑现“免
费欢唱1小时”活动的同时给予更多
优惠，但最终被消费者婉言谢绝。

■记者 陆岑

本报讯 日前，首批上海大学生
社区志愿服务专员培训在上海理工
大学举行。上海理工大学、复旦大
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体
育学院、上海电力学院等6所高校为
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专员试点高校，
首批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专员通过
专业授课、经验分享、工作沙龙、项目
演练等多种形式，接受项目策划、创

新、执行、传播等全流程的综合业务
培训，学习如何开展社区志愿服务项
目需求调研、如何策划执行社区志愿
服务项目、如何做好社区居民群众工
作等知识，柏万青应邀与志愿者面对
面交流“志愿者团队建设”的话题，鼓
励大学生要有甘于“吃亏”的精神。

据悉，社区志愿服务专员在高校
志愿者组织或公益社团的骨干中选
拔，以挂职锻炼的形式派驻到社区，
依托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开展工作，深

入基层，担任社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
愿事务助理，专职开展社区居民的资
源及需求的调研、志愿服务项目的策
划执行、高校等志愿服务资源的对接
协调等工作，并由所在街道社区志愿
服务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长白、延吉、控江、殷行、五角场
镇等五个社区37个志愿服务工作站
被列入首批试点单位。五个社区志
愿服务中心与六所高校签订了工作
协议书。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近日，2013 年杨浦区未
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全体委员工作会
议召开。会上总结了2012年本区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并从着力抓好未成
年人安全保障体系；着力抓好中小学
安全教育和实践体系建设；着力抓好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三个着力点”部
署了2013年未保工作。

据介绍，区未保办及街镇未保办
2012年共受理来信7封、来电54个、接
待来访47次、解决侵权6起、帮困助
学1137人/次、关爱行动1107人/次、
其它维权行动22起。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3年，本

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围绕重点实
施安全政策法规、继续加强校车安全
管理、不断提升技防能效、开展安全
文明校园创建 4 方面进一步完善未
成年人安全保障体系；围绕积极开展

“六五”普法教育、继续推进预防犯罪
工作体系建设、全面实施《中小学生
公共安全行为指南》3方面进一步建
设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体系；围绕加强
学校周边治安管理、继续优化学校周
边环境、关心特殊群体学生成长、关
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方面进一步
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各职
能部门立足本职发挥应有作用，动员
协调各方力量，为实现新形势下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新要求作出贡献。

■记者 应沈漪

本报讯 区人口计生委近日在五
角场下沉式广场举行“药具摇一摇”
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发布会，推出全市
首个通过智能手机终端指示周边免
费避孕药具发放点的软件。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去哪里领
取避孕药具的问题往往“难以启
齿”。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迎合年轻
人爱用手机上网的特点，区人口计生
委联合杨浦启步科学育儿指导中心
共同开发了“药具摇一摇”，为有需求

的市民提供方便。下载该款免费的
APP应用以后，在杨浦区域内通过手
机上网，就可以“摇”到附近 1000 米
以内的药具发放点，按距离定位位置
的远近依次排列。进一步点击，各发
放点的具体地址、开放时间、路线图
等详细信息一览无余。记者在五角
场下沉式广场测试后发现，可“摇”到
的避孕药具发放点超过 30 个，部分
实际已经超过1000米的理论距离。

据统计，目前杨浦已建成计生药
具发放网点836个，“药具摇一摇”覆
盖了500多个网点。

杨浦记忆 诗抒胸臆

■费平

生活故事

上帝把你安置在
我要经过的旅程
让我俩一见倾心
你莞尔而笑
我从你的笑影里走出来
所有的忧虑荡然无存

如今我的梦又在空中
漂游
我沿着自己的思绪前行
你美丽的月光
洒满我身后的背影
如果我走完沧桑的路
再能见到你那诱人的
火红
我将伴你度过
曾经彼此陶醉与羡慕
的良辰

青春记忆

记忆里的油墩子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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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7 星期二｜责任编辑：刘雪峰 视觉编辑：鲁茵乔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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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云珠 文

初春季节，我来到上海图书馆，
参观知青博物馆全国巡展上海首展
——这个博物馆于2009年在黑龙江
黑河市开馆——我在一张照片和一
幅油画前凝神伫立。照片是上海火
车站人山人海的送别场面，身着军装
的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臂，向老师、
同学、家人告别，他们都是强忍着不
哭。当年 17 岁的我，就是穿着略显
肥大的军大衣，挥别父母弟妹的。当
时我没有哭，但当火车驶出站台后，
车厢里先是一片低低的抽泣声，继而
放声大哭；油画是割麦的场景，男女
知青们正弯着腰手握镰刀割麦，前面
是麦浪滚滚，身后好大一片割好的金
黄麦子，当年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
哪一年割麦子我们不是忙得顶着星
星出工，披着月光收工的。

展览的几张知青穿军装带枪的
历史照片，有骑马挎枪赶路的，有划
桨背枪渡江的，也有把枪斜挂在胸前
站立的。有一个陪同母亲来的姑娘

轻轻问道，姆妈，你们那一代人怎么
都爱枪呢？母亲怎么回答我没听
到。我想告诉姑娘，不是我们好战，
当时我们建设兵团的口号是“屯垦戍
边”，通俗地说，就是一手拿锄头，一
手握枪杆，尤其是边境连队。

老乡对知青真好。展览中三个
故事我看了过目不忘，上海男知青小
周过春节，一共四个窝窝头，一碗酱
油汤，一瓶过节的酒，此时，大雨滂沱
的屋外有人敲门，一个浑身湿淋淋的
鄂伦春老乡，送来了刚猎到的狍子
肉，这个节就过得热气腾腾了；上海
女知青小陈患出血热，眼看不行了，
老乡给她打了一口棺材准备后事，
公社领导得知后，当即派车将她送
县医院抢救，要输血，老乡捋起袖子
输血，要营养，公社送来一车大白菜
和猪肝，在医院，小陈把一辈子吃的
猪肝和大白菜都吃了。病愈后小陈
回村，再看到那口棺材，她啪嗒啪嗒
直掉泪；还有一对上海知青，1979年
从黑龙江建三江垦区返城，老乡给
他们的儿子做了一个布背篼，他们
就用背篼把儿子背回了上海。现在
儿子已长大成人了，这个背篼他们
仍珍藏着。

知青以他们的知识来回报老
乡。如上海在爱辉县鄂族村插队的

知青，看到村里人用大豆喂马，说这
不是我们上海人爱吃的毛豆吗？此
后，马料成了一道美味的盘中餐；他
们还将南方的莴苣（俗称香午笋）青
菜等引种到村里，培植为蔬菜新品
种，使乡亲们至今受惠。

上海知青跟黑龙江姑娘的情缘，
也是展览的一个看点。上海知青戴
建国和当地姑娘小凤谈恋爱，小凤因
父母反对而疯了，戴建国不离不弃，
与小凤成亲并将她带回上海，一起生
活至今，故香港凤凰台称他是“当代
最讲责任的男人”；上海知青刘行军
和德都县姑娘王亚文相恋，后因刘行
军被推荐上大学，其父母不同意两人
继续交往，这一中断就是18年，1994
年刘行军离婚后，尚未婚嫁的王亚文
与刘行军再续前缘，结为夫妻。后来
刘行军患严重肝病，王亚文捐肝给他
换肝，至今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不
少参观者在刘行军和王亚文相拥的
图片前唏嘘感喟，并拍照留影。

参观结束后，我在留言本上写下
一行字：青春记忆——艰难，磨练，欣
慰。兵团8年的艰苦磨练，使我有了
直面生活的历练，回城后无论有多
难，一切从头开始拼打，虽然没有干
出什么大事，但家庭和睦平安，也是
很欣慰的。

■曹晔梦 文

前几天去许昌路办事，在一个十
字路口，我闻到了香味扑鼻的油墩子
的味道，赶忙停下脚步，“来一个！”只
见卖油墩子的阿姨利索地在模具里
摊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糊，又放上满满
的萝卜丝，再糊上一层面糊，放进油
里炸。只听得“刺啦刺啦”的响声，不
一会儿，一个金黄油香，外焦里嫩的
油墩子就做好了。刚做好的油墩子
总是特别烫，可我还是忍不住一口咬
了下去。——简直就是和儿时一样
的口味，感觉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世
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记得儿时，我还在齐齐哈尔路
第一小学上学的时候，油墩子是放
学后我和小伙伴们最爱吃的。那时
在齐齐哈尔路上有好几个卖小吃的
摊子，就数卖油墩子的摊子生意最
好。我们一放学，就闻到飘来的油
墩子的香味，三三两两地走到那摊

子，围绕着那口小铁锅，争相等在摊
子旁买着吃。卖油墩子的是个四五
十岁的阿姨，戴着个围裙和一副袖
套，她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有的时候
买的人多，摊子上还排队，阿姨总说：

“别急别急，总归有的呢！”看到我们
几个认识的，她总是边做油墩子边用
她那蹩脚的普通话跟我们聊上几句：

“今天回去功课多伐？”“回去要认真
读书的哦！”这是我现在仅记得的两
句她跟我讲的话。因为这两句话是
她说的最多的，而且那个时候，刚放
学，肚子早就在“唱歌”了，看着那嗞
嗞作响的油墩子，更是使劲咽着口
水，心里想着这锅里的“小精灵”是
有多么美味，哪里还听得进阿姨说
的话呀！

不一会儿，油墩子就做好了。小
时候的油墩子放在一个油皮纸里，阿
姨递给我，总不忘叮咛一句：“当心烫
哦！”我可不管，好不容易到手的油墩
子“啊呜”一口就咬了下去，虽然很烫

嘴，但总掩盖不住那香脆松软的味
道，油墩子的外皮儿带着一点点焦，
可这焦焦的皮儿吃起来特别脆，里面
的白萝卜丝和红萝卜丝交织在一起，
咬的时候，常常把里面的萝卜丝馅儿
拖出来一截，又赶忙忍着烫，将这一
小截馅儿吸到嘴里。我和伙伴们吃
油墩子的时候总爱一边抱怨着“烫死
了！烫死了！”一边却不停口：“真好
吃！真好吃！”

现在，卖油墩子的摊子越来越少
了，那天让我碰到这样一个摊子，感
觉还真是幸福！如今，我小学毕业已
十多年了，吃着油墩子不禁让我回忆
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在一起的点点滴
滴。每次和他们一起放学去买油墩
子，总是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有时候
刚出校门，几个男生就开始奔向卖油
墩子的摊子，我们到的时候，阿姨已
经在帮他们做了，他们总做个鬼脸，
还说：“你们女孩子家家动作就是那
么慢！”有时候，我们有谁忘记带钱
了，小伙伴们就相互借钱，一个油墩
子不过 5 角 1 块的，还不忘叮嘱句：

“明天把钱还给我，不然我可是要算
利息的！”还有一次，我们买好了油墩
子，一起边吃边走回家，小伙伴吃的

时候将油滴在了衣服上，嘟囔着小
嘴：“惨了，这下肯定要被妈妈骂
了！……现在想想，当年关于油墩子
的记忆还真是如油墩子本身一样，香
气四溢，温暖心头。

要我说，现在的油墩子虽然味道
没什么变化，但总还有地方和儿时的
不一样。儿时的油墩子就是个椭圆
形的，现在的都带上一点花边的。儿
时的油墩子做好之后是放在油皮纸
上，现在的都直接放在塑料袋里。儿
时的油墩子只要5毛钱，现在的要两
块三块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吃油墩
子的心情与儿时的心情截然不同了，
儿时吃油墩子，因为嘴馋，肚子也饿，
大家一起吃，多热闹！现在吃油墩
子，因为那是儿时独有的记忆，是追
忆自己最美的童年。

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的正门从
齐齐哈尔路搬到了霍山路，至于那个
卖油墩子的阿姨，我也不知道她后
来做什么了，是不是还是在卖油墩
子？当年的那群和自己一起吃油墩
子的小伙伴们如今大多也失去了联
系。但至少，油墩子，这三个字，仍
然是我童年的代名词，是我儿时甜
美的记忆。

■戎国华 文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 8 套又在
播放《西游记》，和朋友们一起争论我
们国家哪部电视剧播放的次数最
多？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是《西游
记》，当然是 87 版的，不仅是中央电
视台，各地方台每年都会重播好几
次，而且还是有人喜欢看。当然，人
们更多的是喜欢会七十二变神通广
大惩恶济危的英雄化身——孙大圣
的形象。

小时候，我在看《西游记》的时
候，也时常希望自己是只从石头里蹦
出来的猴子，无牵无挂，可以抛开一
切。可是，孙悟空到底出生在哪里
呢？我带着疑问翻开了《西游记》，开
篇第一回就描述了一座迷离而神往
的花果山：“东胜神州，海外有一国
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
有一名山，唤为花果山。此乃十洲之
祖脉，三岛之来龙……真个好山！”

这诗境般的花果山究竟在哪
里？我在搜寻材料时看到这样一则
报道，前几年，在“全国首届《西游记》
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全国 27 个省
市、95个单位的137名专家、学者，通
过实地考察和大量文物资料的考证，
一致认为，连云港云台山上的花果山
是孙悟空的出生地。

利用春节长假，我和几个朋友相
约，特地赶到江苏省连云港，乘上到
三元宫的专车，到花果山去寻觅孙悟
空的踪迹。

车近花果山，山脚下的一泓碧水
荡漾着绿波，如少女的明眸喜迎远
客。据说此处在宋代时还是海中的
岛屿，由于黄河水携带泥沙不断地淤
积，到了明代吴承恩写《西游记》时，
海岛已与陆地相连。而今，北宋天圣
年间修建的海清寺业已毁没，但是那
座天圣年间问世的高四十二点五米
的阿育王塔，却是巍然屹立完好如
初，成为花果山的第一道风景，以厚
重的历史感向游人展示着它的英姿。

花果山的山门又称“猴门”，它高
约十二米，宽达二十八米，硕大的孙
悟空头像雄踞于山门顶部正中，石雕
猴门上由巧手艺人雕出了二百零八
只大小不等神态各异的石猴，寓意着
孙大圣乃石猴出世，以及他在花果山
有众多的猴子猴孙。

登上花果山，在山间的青峰顶上
有一块大石，高五米余，宽七米余，中
间开一缝隙，缝隙下紧接着一块一米
多长的椭圆形石块，底部悬空夹在下
面两块石头中间，很像是从大石里蹦
出来，又被夹在下面。实在是鬼斧神
工，天然巧成。其底部全无依托，石

块上镌有“娲遗石”三字。传说是女
娲娘娘炼石补天最后多下来的一块
石头，她随手一丢遗下的。娲遗石上
方有半边石卵，据说另一半在孙悟空
出世时被崩到山下去了。石卵一侧
有一个形似猴头的巨石，温情地吻着
娲遗石，那便是孙猴子成仙后脱下的
凡胎。

娲遗石，一个绝妙的孙悟空“诞
生地”！我再对照吴承恩在《西游记》
中的描述，不禁为他泉涌的文思和生
动的描述而拍手叫绝。

我们从这块美猴王诞生地“娲遗
石”开始，游览了水帘洞、万佛洞、狐
妖洞等，这些洞大小不一，回曲参差，
勾倚巧搭，古怪神异，统称七十二
洞。海天洞是七十二洞中最大的一
个，因为由高僧悟五营造，故又称悟
五洞。当年他剔除石缝间的淤土，凿
通相关连的洞穴，使海天洞与上下四
旁的小洞连成一体，或升或降，或明
或暗，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并在洞
顶建亭一座，名曰照海亭。登亭俯
瞰，但见四面群峰遥峙，翠绿扑面，花
香阵阵，我一阵头晕几疑身入仙境。

在海天洞门左侧的一块平整壁
立的巨石上，有一面神异的天然石
鼓，以手叩击，铿锵入耳，当地人把它
叫作“聚将鼓”，说是此鼓一敲，猴兵
猴将就会迅速赶来，或练兵出操，或
对付妖魔。我把耳朵贴在石鼓上，似
乎听到哗哗的海潮声。

《西游记》中描写，孙猴子从仙石
里蹦出来后，顺着涧边往上寻找源
流，在探寻过程中，发现了山涧顶端
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云台
山上现实世界中的这个水帘洞，是一
个面南的天然裂隙洞穴，内有人工隧
道可通下层平台。洞门前有许多珍
贵的题刻。那深不可测的洞穴，那洞
口纷掩的水帘，让我在这里细细地品
味《西游记》中对水帘洞的描绘：“海
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冷气分青
嶂，余流润翠微。潺蔽名瀑布，真似
挂帘帷。”

毛泽东是建国后最早讲述花
果山在那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照海亭的下方，有一块巨大的摩
崖石刻，是 1993 年为纪念毛泽东百
年诞辰镌刻的，将毛主席 1958 年与
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说过的
一段话：“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
市云台山”，用集毛泽东手迹的方法
重组而成。

从花果山上下来，我们一行人游
兴未尽，议论最多的还是孙悟空。我
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我们多么需要孙悟空勇于克服困
难、不畏艰险的精神啊！


